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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上接第2版）要坚持稳中求进，防
止急于求成，建设“五个新城”、
落实“四个论英雄”以及保障改
善民生等战略性任务、长远性工
作，要蹄疾步稳向前推进，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真正把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
“遇到问题，要先作价值判断，

不能只作技术判断；要说清楚怎样
才行，不能只是简单说不行；要跨
前一步，不能袖手旁观。”李强指
出，各部门各条线要主动服务、积
极助力，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要聚焦主责主业，保持如履薄
冰、守好底线的警醒，认真分析和

查找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把风险想得更全面一些，把准
备做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抓得更
扎实一些。疫情防控要持续抓牢，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
幸心理、松劲心态，严格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严控流动性、聚集性风
险。生产安全和城市安全运行要
常抓不懈，充分发挥城市运行“一
网统管”监测预警、发现风险、精准
处置、高效协同等作用，压紧压实
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努
力把风险察觉于酝酿之中、发现和
解决在萌芽状态。意识形态责任
制要严格落实，唱响主旋律、壮大

正能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信访
和人民建议征集工作要更扎实，听
民意、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更
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深入开展
好各级领导干部“促发展、保安全”
大走访、大排查。
龚正就做好一季度重点工作

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紧盯目标、
精准发力、加快行动，确保一季度
工作起好步、开好头。下更大力气
抓好疫情防控，紧盯关键点关节
点，加强疫情监测预警，强化应急
处置机制，确保群众安心过节。下
更大力气稳定经济增长，加快落实
国家政策，推进重大项目和重点区

域建设，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新
举措，培育壮大新增长点。下更大
力气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强化国家
重大战略任务牵引效应。下更大
力气做好民生保障，推进民心工
程、办好民生实事，实施好帮困送
温暖工作，做好主副食品保供稳
价。下更大力气维护城市安全稳
定，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切实防范
化解风险隐患。
市领导郑钢淼、刘学新、吴清、

诸葛宇杰、胡文容、朱芝松、徐泽
洲、舒庆、彭沉雷、陈群、宗明、陈
通、张为、刘多、李逸平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普陀区委、奉贤区委、市经济
信息化委、市公安局围绕贯彻中央
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抓开局
稳增长作交流发言。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昨天下
午，普陀区第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
区图书馆开幕，普陀区代理区长肖文
高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描绘发
展蓝图：今后5年，将围绕区“十四五”
规划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始终抓牢
发展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
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稳住经济基本
盘，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提升城区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朝着共同
富裕目标稳步前行，为美好生活接续
奋斗。在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上取
得更大突破，基本完成旧住房成套改
造，全覆盖实施精准施策型专项提升
修缮，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1.2万
套。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
业。新增养老床位800张以上，新增
文化设施10万平方米等。
过去5年，普陀区地区生产总值

站上了“千亿台阶”，预计达1200亿
元，区级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大关”，
达125.6亿元。打赢“三旧”换“三新”
攻坚战，全面完成二级旧里以下房屋
征收和无卫生设施改造，让居民告别
“拎马桶”。实施1045万平方米旧住
房综合修缮改造和29.8万平方米旧
住房成套改造。
今后5年，区级财政收入总量

将实现5年翻一番，新增景观道路
50条（段），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45%。2022年，该区将持续改善民
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推动
“美丽道路”建设，架空线入地和杆
箱整治竣工20公里。新增460个公
共停车泊位和500个新能源汽车公
共充电桩；新建绿地20万平方米、
绿道7公里；实施旧住房成套改造5
万平方米、旧住房综合修缮改造70
万平方米、精准施策型专项提升修
缮250万平方米。

这张难得的照片拍摄于2013年3
月28日。癸巳仲春，群贤毕至，大咖云
集，共赏新民晚报的“兰”辰美景。当
晚，“新民晚报·兰之夜”在上海辰山植
物园盛装开幕。千姿百态、清丽脱俗的
上千个品种、5万多株兰花错落盛开，

令到访的宾客们惊艳、尽兴、留恋。文
艺界明星与体育明星在此因“兰”相遇，
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特地走到海派书
画大师陈佩秋先生跟前，俯身向老人问
安。陈佩秋高兴道：“你，我认得。电视
里一直看到。” 周馨 图 乐梦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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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姓之眼观示范区之变
“此间最江南”摄影大赛获奖代表畅谈长三角美丽景象

本报讯（记者 毛丽君）“作为
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青浦人，我了解
这片土地的历史、记录着她的发展，
展望着她的未来。”凭借作品《四龙
汇》夺得“此间最江南——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两周
年回眸”摄影大赛特等奖的赵建平
感慨。镜头里，元荡桥、元荡慢行桥
犹如出水的蛟龙，打通了青浦和吴
江间的“断头路”，和元荡周边的道
路交汇出全新的跨域路网，更架起
两地居民往来的便利。

昨天下午，“此间最江南”摄影
大赛获奖作品座谈会暨颁奖仪式在
位于青浦朱家角的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执委会举行，大赛由一体化示
范区执委会、新民晚报社主办，青浦
区政府、吴江区政府、嘉善县政府协
办，以百姓之眼，观示范区之变，反
映制度创新、讲述民生变化。
大赛共征集2827幅投稿作品，经

过初审、终评，评出特等奖1名、一等奖
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0名、优胜奖
30名、入围奖30名。元荡慢行桥横跨

沪苏两地，如丝带飞卧湖面；粉墙黛
瓦，水清岸绿，美丽乡村展露“高颜
值”；沪苏湖铁路建设热火朝天，“高
铁水上漂”景象令人期待……一个个
历史时刻、一帧帧精彩瞬间、一幕幕
民生写真、一幅幅江南图景，在摄影
爱好者们的镜头里定格。
“这次摄影赛事让我看到了两年

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巨
大变化。”座谈会之前，获奖代表一起
参观位于长三角“原点”的示范区规
划展示馆，看着自己的作品在馆内大

屏中展出，他们纷纷表示，示范区揭
牌两年多来，“青吴嘉”三地优势互
补、打破边界，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到公共服务，从生态治理到科技创
新，各方面正逐步“同频共振”。
“两年来，作为一名工程建设

者，我们能够切身感受到在国家战
略大背景下，三地政府共推生态绿
色一体化，为百姓谋取了实实在在
的民生红利。”一等奖作品《元荡慢
行桥》作者万彪，在中交上航局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项目建设群担任党

支部副书记，参与了元荡生态岸线、
曲水善湾美丽乡村等项目建设。
新的一年，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大

幕已经拉开：水乡客厅建设已经启
动，“三片”也将同步加快推进……示
范区建设正在呈现日新月异的面
貌。“我们期待各位老师继续以市
民的视角，拍摄更多优秀作品，生
动展示示范区作为国家战略先手
棋突破口的建设成果和示范效
应。”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上海市
发改委副主任张忠伟说。

本报讯（记者 解敏）“比我想
象的还要方便，太省力了！”前不久
来沪的新上海人于先生要办理居住
证，在进行“居住登记”时发现，如今
只需在线填报电子“亲属关系承诺
书”并签名确认，1分钟内即可完成
线上填报，1个工作日即可制发《居
住登记凭证》电子证照。待符合居
住证办理条件后，系统将自动提示
他办理居住证。
去年8月以来，上海市公安局推

出“快办”事项“居住登记”，原先登记
时需带各种材料线下跑。现在无需
提交材料，个人证件照实现复用提
交、多种住所证明依托电子证照库实
现免交，“近亲属关系证明”等较难开
具的材料，则可实行告知承诺制免予
提交，全程实现网上办理。截至去年

底，办理量达13万余件。
“一网通办”的目标就是要实

现“像网购一样方便”的办事体
验。为进一步推动企业群众更好
办事，更快办事，2021年年中，《上
海市“好办”服务业务标准》出
台，选取了一批企业群众办件高
频、办理情形较为复杂的事项，进
行“个性指南+智能申报”的“好
办”优化。同时选取一批办件高
频、情形相对简单的事项，进行

“快办”服务优化，要求“3分钟填
报、零材料提交”，为企业和群众
提供极简易用的办事体验。
记者今天从市政府办公厅了解

到，像“居住登记”这样的“快办”事
项目前上海已推出124个，此外还
推出了市级“好办”事项121个。在
各区推出的“好办”“快办”事项也分
别达到了112个和113个。
上海市规资局推出“好办”事项

“《工程规划许可证》新办”，企业申

请许可证时，系统即可根据项目编
号自动获取项目基本信息，实现申
请表单预填，避免申请企业重复填
写。原先需要企业提交上百张图
纸，现仅需上传电子材料，无需纸质
报件，无纸化申报率达100%。

宝山区推出的“好办”事项——
“集体合同审查（含工资专项）签
订”。申请人原先需自备的4份材
料全部无需自备，都可在线自动生
成或通过电子证照库实现免交；还

创新多枚电子签章方式，在线加盖
企业方和工会方两枚电子印章，实
现双人网签、全程电子化；开发自动
审核功能，对20个审查要点全覆
盖，AI智能审核率达100%，用时从
改革前的10天缩短至当天开具，年
开具量约两千份。
市政府办公厅职转处副处长沈

强介绍，“好办”“快办”通过智能导
引实现精准告知，智能校验实现条
件预判，复用证照和数据库字段等
方式优化填表模式；通过数据共享
实现材料免交等规范推进全程网
办，健全完善政务服务事项全流程
在线办理规范，确保线上线下同标
办理。服务自2021年中推出以来，
在流程优化、减时间、减材料、减环
节、减跑动等方面，已初见成效。

让办件高频、简单的事项更“快办”更“好办”

３分钟填报 零材料提交


